
“宽敞的中厅由两排高高的柱子支撑；左面

和右面， 或东面和西面是用柜橱木材创作的棂

条隔扇，其背后垂挂色彩柔和的丝绸窗帘。 墙面

和柱面都糊有壁纸。 地面铺磨光的黑色方砖。 以

这幽暗的背景为衬托， 家具的摆放服从于平面

布局的规律性。 花梨木家具的琥珀色或紫色，同
贵重的地毯以及花毡或绣缎椅罩椅垫的晕淡柔

和色彩非常协调。 室内各处精心地布置了书法

和名画挂轴， 摆在红漆底座上的是青花瓷器或

年久变绿的铜器。 纸糊的花格窗挡住白日的眩

光。 入夜，烛光和角灯把各种色彩融合成一片奇

妙协调的光辉。 ”艾克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
书中对于明代家具所处居家环境的一段细细描

摹， 其实隐含了这样一重有代表性的信息———
不少人倾心明式家具时， 不止倾心于单纯的器

物之美， 也包括它们的主人———中国传统文人

墨客的诗意生活。
琴棋、书画、诗文、茶酒等中国古代文人修养

心性、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都充当着明式家具的

画外音。比如香几，就是应文人雅士焚香、闻香的

雅趣而诞生的，小巧疏透，拥有修长的“蜻蜓腿”。
又如条几，主要用于堂屋或玄关处摆设花瓶等装

饰品。
有研究者指出， 明式家具浸润的生活美学，

承 继 着 中 国 古 代 文

人美学的修养传统，
耐人寻味。那不是一

种奢靡的、刺激的美

感追求，而是被视为

明 代 文 人 生 活 美 学

典 范 之 作 的 《长 物

志 》中 所 提 出 的 “宁

古无时， 宁朴无巧，
宁俭无俗”。

细 细 体 察 不 难

发现，作为日常坐卧器具的明式家具并不以放松

身体为目的，反而时时提醒人们端正形态，由此

导 向 人 的 精 神 内 省 。 以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明 式 家

具———圈椅为例，它的椅盘面积颇大，不利于背

部后靠，人们没法以松弛的姿态坐在其中，更别

提“葛优躺”了。 这其实正是圈椅设计的本意，重
心落在大腿而非臀部，需要人们端坐。如此构造，
却又颇为符合人体结构，整个大腿连同臀部支撑

身体，减轻了脊柱所承受的头部重量而保持脊柱

的正直。在这样的椅子上，人们可以久坐而不倦，
时刻感到舒适、宁静。

在专家看来，明式家具中沁透出的这种含蓄

的精神愉悦感，值得人们追慕。

—
——
访
明
式
家
具
研
究
专
家
伍
嘉
恩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启

了你的明式家具收藏？ 在你的木

趣居私房珍藏中，有哪几件家具

你认为最值得说道？
伍嘉恩：现在说的“收藏”一

词，似乎包含了买东西卖东西的

概念 ，但我从一开始理解的 “收

藏”，就与经营分得颇清，那必须

是买来自己欣赏 ，自己用 ，不卖

的。 很年轻的时候，我在欧美遇

到了明式家具， 对它们入了迷。
我把它们买回来，运到我香港的

家里，根本没考虑它们是不是体

积太大以至于运 输 可 能 比 较 困

难。 我对家居生活的布置很有兴

趣，我收藏明式家具的关键性动

力是我喜欢它们，我觉得可以和

它 们 一 起 生 活———这 正 是 家 具

的魅力，它们是能够使用的艺术

品 。 早年买回来 的 好 些 明 式 家

具，现在还放在我自己家里。
我的木趣居收藏，几乎包括

我们现在认知的 明 式 家 具 的 所

有种类。 历经三十多年的积累，
它们中的每一件 可 以 说 都 是 各

个种类中有代表性的物品，都有

独特的经典特征与收藏价值。 我

不想挑其中某几件来细说，木趣

居的收藏价值不 在 于 某 几 件 特

别经典， 而在于整套一百多件。
它们能够告诉人们，明式家具这

个领域是多么丰富多彩，多么集

大成，每一个种类中的代表性作

品，都能够表现我国古代家具的

工艺巅峰，都能够打动人心。 我

希望人们更多地 把 明 式 家 具 作

为一个整体来关注，欣赏明式家

具要从整体来欣赏它的美。 建立

木趣居的初心，就是积攒起涵盖

各种式样、形制的一整套称得上

范本的明式家具，让它们不再被

分开，系统地供人们欣赏、学习、
研究。

记者：从单纯购买明式家具

到研究明式家具，甚至出版了不

少关于明式家具的专著，你是如

何成为一位研究型藏家的？
伍嘉恩：从没有什么人知道

明式家具，到几乎人人都认为黄

花梨家具是好东西，几十年过去

了。 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与明式家具相关的事

件，即便我没有直接主持或参与，我都至少知道

它们的发生。 因为我对明式家具的浓厚兴趣，我
经手的明式家具数量非常多， 这些家具实例让

我渐渐懂得明式家具以及中国家具史。 我觉得

应该把我一路走来从中学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我会对我经手的明式家具仔细观察， 看看它们

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把每一件方方面面的情况

以及我对它们的认知和理解尽可能完整地记录

下来。 不是每个人都有明式家具上手的机会，我
既然有这样的幸运， 就想把这些家具所承载的

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研究，
是自己应该做的。

明式家具研究的道路上， 王世襄先生给了

我很多帮助。 早年接触明式家具时，我对传统文

化并不了解。 当初建立明式家具的商行，店名用

的就是我自己的英文名 Grace Wu Bruce，是王

先生觉得应该有中文名，于是送我“嘉木堂”，后

来还送我 “木趣居”。 每一次他都题三五种字

让我选， 告诉我关于传统文化的门道。 1995 年

以前， 我和王先生的沟通交流不论写信还是通

话， 用的都是英文， 王先生的英文特别好。 突

然有一天， 王先生对我说， 你用中文给我回信

吧。 这对习惯了英文表达的我来说， 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 ，但我接受了 ，翻起汉

语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信。 没

有王先生的这种激将法，我可能

到现在都没法用中文写作，更不

用说后来直接用中文写书。 我在

王先生身边感触最深的，就是他

的那种严谨精神。 后来我才渐渐

明白，要想对明式家具了解透彻，
需要深入它所处的语境也就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

记者 ：在你看 来 ，明 式 家 具

为何被视为一种 具 有 东 方 哲 学

美感的艺术形式？ 它究竟有哪些

艺术价值最值得人们珍视？
伍嘉恩：明式家具的艺术元

素非常多元。 它最初能够吸引人

的，总是外在形式、造型之美，简

练静穆，温文尔雅。 这让很多藏

家以及家具研究者着迷不已，甚

至当代国外的一 些 设 计 都 明 显

受到它的影响。 明式家具的外在

设计究竟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够

跨越时空、在数百年后依然受到

人们的青睐？ 我认为更值得人们

关注的，是明式家具内部的榫卯

结构，正是这样的榫卯体系让它

呈现出迷人的外形，简约中透着

一股力量。 我希望人们能够从明

式家具的外观审美踏出一步，对

它们的内部审美产生兴趣，进而

开展研究。 平时没有多少人能够

近距离接触到明式家具的实物，
可能也就难以接 触 到 明 式 家 具

内里的奥妙 ， 因 而 这 次 我 编 写

《木 趣 居———家 具 中 的 嘉 具 》一

书时，不仅展示了每件家具各种

角度的照片， 更拆了部分家具，
拍摄了它们内部的榫卯结构，这

才是明式家具的灵魂。
榫 卯 结 构 在 我 国 经 历 了 相

当悠长的演变。有研究者发现，两
千年前战国时期楚国墓器中，已

经出现了多达十一类榫卯。 家具

制造是我国非常 古 老 的 优 良 传

统，从宋代三百年间的很多画中，
我们已经可以看 到 明 式 家 具 的

雏形，明式家具的原始造型在那

个时候就已经定型了。 此后我国

家具又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在晚

明达到榫卯设计的高峰。 过去人

们总说， 是明代文人的参与才让明式家具成为

可能，这绝对不准确。 是什么成就了明式家具，
还需要学者深入研究我国家具的演变史才能给

出完整的答案。 可惜，我没有真正的条件去研究

这一块，因为我的中文基础不够好，我现在对古

文的掌握只是一知半解， 但我希望能够吸引方

方面面对家具有兴趣的人去探索， 我国家具是

如何演变又是如何在明代趋于完善的。

记者：今天，设计领域兴起新中式热，不少

当代设计师在设计家具时热衷于从明式家具中

汲取灵感。 你认为这是对明式家具精神上的一

种延续吗？
伍嘉恩：真正吸纳明式家具的精粹，并将它

们重新表达出来， 对于家具原创设计来说才是

有建树的一种发展。 明式家具的外形非常吸引

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丹麦设计师汉斯·威格纳

在看过中国明代圈椅的图像资料后深有感触，
曾创新设计出一系列“中国椅子”影响深远，赋予

中国明式审美以现代气息。 今天的家具设计对

于明式家具的吸纳， 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一种浅

层次的仿古上。 设计者们对于明式家具的了解

与领会更加深入， 将它们转化为创意设计才能

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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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式家具热席卷全球
征服人心的是东方生活美学

本报记者 范昕

近年来， 拍卖场上出现的明
式家具， 已然成为藏家追逐的焦
点： 美国收藏大家安思远旧藏的
一套明式黄花梨圈椅以 968.5 万
美元成交 ， 成交价超估价 12 倍
之多 ； “选中之选———嘉木堂藏
明式家具精品 ” “读往会心———
侣明室藏明式家具” “攻玉山房
藏明式家具” 等一系列明式家具
拍卖专场， 不仅总成交金额亮眼，
并且创下百分百成交的口碑 。 与
此同时， 明式家具热也从收藏界
蔓延至家居界： 西方不少现代家
具设计， 纷纷从明式家具中汲取
灵感； 时下深受颇多人青睐的新
中式家具 ， 也多以明式家具精 、
巧、 简、 雅的风格为基础进行创
新设计。

明式家具跨越时空的魅力来
自何处？ 当我们倾心明式家具时，
我们倾心的是一种怎样的审美？

伍嘉恩，可谓中国古典家具界绕不开的名字———因其对于明式家具丰厚的资源和

专精的研究， 被公认为此领域的专家。 不久前， 一场博物馆级的明式家具展 “木趣

居———家具中的嘉具”，掀开伍嘉恩此前从未亮相的明式家具私人珍藏的面纱，共汇集

明式家具十一类、一百多件套，以黄花梨、紫檀为主，不少为稀有罕见的传世珍品、孤

品。 由伍嘉恩编撰的著作《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近日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出版面世。
伍嘉恩早年留学海外，与明式家具结缘，是在欧美———1970 年代，她在伦敦维多利

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第一次看到明式家具的陈列时，即为之心醉。 彼时的明式家具收

藏圈很小，一听说明式家具出现在世界各地哪里的展厅或者仓库，伍嘉恩和一小撮同

为明式家具“发烧友”的藏家便奔走相告，飞到那里一探究竟。 为了了解明式家具内在

结构的奥秘， 她甚至跑到英国一家古典家具维修工厂学艺，“穿着背带裤打砂纸的女

子”说的就是她。
1985 年随着文物大家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面世，伍嘉恩的名字也在圈内响亮

起来。 当时为该书首发而配套举行的一场明式家具展览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令绝大

多数从未见过明式家具实物的参观者大开眼界，而那次展览的大多数展品出自伍嘉恩

的收藏。 事实上，《明式家具珍赏》出版以前，王世襄与伍嘉恩已成为忘年交。 日后回想

起两人二十多年间因同喜明式家具而留下的一段佳话，伍嘉恩坦言：“我猜，王先生在

我身上可能感受到了他年轻时热爱明式家具的那种感情。 ”
“木趣居”之名，正是出自王世襄的赠予，斋额也由他亲笔题写，有着与明式家具一

样的清雅恬淡。 1995 年，王世襄给远在香港的小友伍嘉恩写了一封近千字的长信，详述

对其明式家具私藏室名的一些看法。 之所以建议用“趣”字，是因为在王世襄看来，“趣”
字涵盖对外象和内心的认识、理解、欣赏以及所得到的乐趣，其中也包括藏品主人对美

材文理的欣赏，对造型、花纹的喜爱，对明式家具艺术的真正理解及人与物神情的融会

合一。 一个“趣”字，道出的又何尝不是收藏的真谛？

令人倾心的明式家具，指的是明至清前期材

美工良的家具制品。它们似集完美比例的型、式、
工于一身，以其简约、雅致、含蓄、精巧，成为一种

具有东方哲学美感的艺术形式。
明式家具的艺术地位， 其实率先在西方被

确立起来。 1944 年，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所

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收集测绘了一批中

国硬木家具的优秀实例， 成为近现代明式家具

研究的开山之作。 “它完全不带伪装，表现出一

种纯美， 和对材料的尊崇”“营造出简约和从容

不迫的超凡气度”， 艾克在书中如此描述以明式

家具为代表的中国硬木家具。 正是这本书，令世

界发现“如谜一般完美”的明式家具，由此开启藏

家对它的追逐，家具界、建筑界、文物界、室内设

计界、史学界等对它的关注。
自 1985 年文物大家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

的出版， 明式家具才算真正在国内热闹起来 。
这是第一部用中文撰写的明式家具专著。 四年

后王世襄又 以 一 部 近 30 万 字 、 700 余 幅 图 的

《明式家具研究》， 构筑起相关研究的基础体系。
经其分析与归纳， 明式家具的面貌首次得以完

整而系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先分门类， 再分

品种， 同一品种的器物排列， 从最基本的造型

开始， 由简而繁直至其变体。 书中所列出的明

式家具精品佳作 “十六品”， 如简练、 淳朴、 凝

重、 沉穆， 则早已成为人们鉴赏明式家具的重

要准则。 此后， 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进入前

所未有的高峰。
明式家具香飘海内外不是偶然。 在学者看

来，明式家具凝结的前人智慧、蕴含的简约古朴

之意，与现代主义美学尤其是极简主义美学产生

了共鸣，两者追求的都是一种清新雅致、科学实

用的设计思想。 比如造型上，明式家具讲求线条

的美感，以曲线与直线富于连贯性的穿插勾勒躯

体空间，充满哲学韵味，弯弯转转多从实用出发，
大方得体。王世襄在品评一把明代黄花梨四出头

扶手椅时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从椅子的

侧面看，宛然看到了人体自臀部至颈项一段的曲

线。”又如色彩与材料方面，明式家具往往选择黄

花梨木等优质木材， 强调材质使用的单纯化，充
分利用材质自身的肌理质感还原材质之美。结构

上的合理甚至让明式家具富于科学技术之美。对
此， 收藏家马未都举过两例———一例是椅具，下
半部与上半部讲究一木连做，好处是结实不易松

散；另一例是案类家具，无论内部结构中的插肩

榫还是夹头榫，都有越压越紧之势 ，俗称 “万年

牢”。 这些美学其实也颇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趋

向。 不少藏家发现，明
式家具置于现代空间

依 然 显 得 舒 适 协 调 ，
它甚至禁得起各种时

尚变化。 安思远生前

在纽约“第五大道”的

大宅中， 就陈列了不

少明式家具， 以跨越

东方与西方文化、 古

典与现代文化的布置

而惊艳。

来自东方的这种传统艺术形式，
与现代主义美学产生了共鸣

比器物之美更值得关注的，
是隐含其间的生活态度与人文精神

荨 2014
年拍出 2357.5
万 元 的 晚 明

黄 花 梨 圆 后

背交椅

荩 简 练

温 文 的 明 式

家 具 元 素 、构

件。 其中右一

为 别 具 匠 心

的 创 意 灵 芝

纹 ，右 二 为 华

美 典 雅 的 麒

麟 凤 饰 ，右 三

为 明 式 家 具

横截面

因其远近闻名的明式家具珍藏， 美国
收藏大家安思远被称为 “明朝之王”。 他
生前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大宅中，就陈列
了不少明式家具，在这些家具的衬托下，他
的各色古玩也有了完美展示的空间。

本
报
记
者

范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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